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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李 丹

  “只要扫一扫，就有礼物赠送。”前不久，山

东人李女士的父亲为领取一盒鸡蛋，扫码成为

当地一家新开业小超市的会员，后被拉入一个

数百人的社交群，群主声称群里会不定期免费

发放各种礼品。直到有一天，父亲花1000元购买

了6袋酸奶粉回家，还乐呵呵地称这款产品有

“增强免疫力”奇效，李女士这才意识到，父亲

陷入了扫码骗局。

  和父亲沟通后，李女士发现，老人沉迷扫

码已有一段时日，有时是扫码领礼物，有时是

扫码做任务领红包，甚至还扫码做过刷单，家里

多出来的纸巾、抽纸盒、面条等都是父亲扫码领

回来的。“老人总以为能通过扫码占点小便宜，

殊不知背后暗藏了各种风险。”李女士吐槽说。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不少老年人身上。他们

沉迷于扫码，却缺乏对二维码背后风险的认

知，导致被骗，比如有人在公园锻炼时容易被

“免费领礼品”的吆喝声吸引，扫码时信息泄露

导致银行卡被盗刷；有人看到“创业者”以小额

红包为诱饵推广二维码，兴冲冲扫码却被对方

盗走社交账号密码，批量发送涉诈短信；还有

人沉迷于扫码做刷单任务，结果发现是骗局。

  受访专家提醒，数字信息时代，一些老年

人很容易沉迷网络，因缺乏判断能力而导致权

益受损。因此，老年人一定要提升自我保护意

识，关注了解二维码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防

止因为蝇头小利上当受骗。遇到个人信息泄露

时，第一时间通过解绑、冻结等方式止损，同时

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贪小便宜沉迷扫码

个人信息容易泄露

  天津人刘先生的父亲今年70岁，热衷于扫

码领东西，平时在楼下听邻居说哪里可以扫码

领东西，立刻动身前去，且大多时候都是叫上

同龄人三五成群地前往。

  “只要看到‘扫一扫领礼物’，父亲就走不

动道了。现在家里堆了不少鸡蛋、饮料和卫生

纸，都是父亲在小区或者大街上扫码领回来

的。我提醒他很多次，不要随便扫码，他就是不

听，看到别人宣传扫码领礼物就要去，幸亏至

今还没有上过当受过骗。”刘先生说。

  李女士的父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告诉

《法治日报》记者，其父亲扫码的那家超市平常

只售卖面粉、面条、鸡蛋等商品，隔三差五会给

邻近的老年人免费发放鸡蛋、小推车等。

  突然有一天，超市工作人员向老年人发放

酸奶粉和酸奶机，声称这是某品牌厂家的免费

促销活动。为了增加互动，对方不定期在群里

发放小额红包，鼓励老年人分享自制酸奶的照

片和视频。过了一些时日，群主称有线下保健

讲座可以免费听，并且只要听课就有礼品赠

送。李女士的父亲和一些群友不明就里，每天

早上6点半就赶去听课，中午12点回家。

  “讲座内容都和酸奶粉相关，对方声称酸

奶粉具有改善肠胃、调节胃酸、增强免疫力等

奇效，鼓励到场的老年人购买，还称买得越多

送得越多，赠品包括活络油、维生素C片、沙琪

玛、饼干、椰子油、牙膏、香皂等。”李女士说，父

亲等人听了一段时间的讲座后，对酸奶粉的神

奇功效深信不疑，听到购买还有礼品，便纷纷

掏钱买单。

  发现父亲被骗后，李女士去核查这家超市

的情况，发现对方宣称“在全国有30多家分店”

是假的。等到她想上门讨说法时，超市已经人

去楼空，社交群也被解散了。

  可被骗后，李女士的父亲并没有吸取教

训，后续看到有人以“扫码做任务领红包”为噱

头进行推广时，还是接着扫码，每天拿着手机

做任务，结果非但没有领到红包，反而搭进去

了不少钱。

  记者采访发现，还有一些老年人因为扫码

领取礼物，导致社交账号泄露，差点酿成大错。

  河北人苏女士有一天浏览短视频平台时，

意外发现母亲的账号发布了一条不雅视频，她

赶忙用母亲的手机查看个人主页，发现登录IP

地址显示为浙江，头像也换成了陌生人照片，

私信里面已有不少不雅内容。

  原来，母亲前几日遇到一个“地推”活动

（在线下进行推广活动），对方声称扫码就能免

费领取鸡蛋，母亲扫码后发现注册过程十分繁

琐，干脆把手机交给“工作人员”帮忙操作。其

间，对方以填写信息为由，索要了她的身份证

号、电话号码等信息。

  在“工作人员”操作结束后，苏女士的母亲

拿着鸡蛋满意地离开了。殊不知这一番操作

后，其社交账号已被对方偷偷登录，并开通了

免密支付功能。苏女士赶紧修改了母亲手机里

所有账号的密码，移除了所有非本人登录设

备，及时止损。

  “我平常也经常扫码，没有遇到过问题，谁知

道这次竟然险些出了大事。”母亲得知真相后后

悔莫及，称以后再也不会贪图便宜随便扫码了。

扫码入群购买课程

埋头刷单落入骗局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还有一些老年人因

沉迷于扫码，落入刷单陷阱。

  来自江苏的张女士今年65岁，平日除了照

看孙子没有其他事情，空闲时喜欢在短视频平

台扫码做任务领红包。前段时间浏览某社交平

台时，她看到一则兼职广告，便扫码添加对方

为好友。对方声称“权威正规平台购物刷单，大

额返利有保障”，张女士信以为真，拿着手机认

真看完了对方发来的所谓刷单教程。

  随后，张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开通某平台信

用支付，并在某购物平台向一个手机号充值话

费50元。充值完成后，对方称张女士操作错误，

与其开启屏幕共享，“手把手”教学让张女士再

次分批购买了2990元的充值卡。

  购买完成后，张女士发现其购买的充值卡

已被对方使用，找对方询问却没有得到回复。

张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遂报警。

  退休在家的河北人王女士平常喜欢拍视

频，时不时会剪辑一些短视频上传至网上。为

了提高自己的剪辑水平，她只要看到免费的教

程便扫码学习。

  一天，她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则广告，宣

称“只需在家操作手机，剪辑视频的收入就能

超过你的主业。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新

兴的赚钱职业——— 手机视频剪辑。这个平台刚

推出，知道的人不多，现在加入，今年你的钱包一

定能鼓起来。扫码加入群，我会手把手教你如何

操作……”王女士心动了，主动扫码进了群。

  入群后，群主给所有成员“免费”上了5天

培训课，课程内容主要是“成功学”———“退休

的人、在家闲着的人更应该去赚钱”“利用空闲

时间赚钱”“其他人已经成功带货，实现了粉丝

变现，你还好意思闲着吗”……被“洗脑”5天

后，王女士天天拿着手机研究做短视频，最后

为了提高剪辑技能，在群里花2880元买了一套

视频剪辑课程。

  “其实就是20多条短视频的教学，内容就

是加一些旋转类的特效，类似于做PPT，内容

简单老套。这些教学视频的知识完全可以通过互

联网搜索到。”王女士介绍，每个视频链接下面都

配有激励性文案，比如“自古成功在尝试，不尝试

永远不会成功，成功的一半就是勇气，大胆尝试，

往往更能成功”等。学完这些视频后，群主声称，

想要学习更高级的技能，需要重新交学费报名

并购买一款售价499元的××工坊软件。

  意识到被骗后，王女士联系对方申请退课

退款，却被告知“教学进度条已经拉完，代表你

已经学完了，无法退款”。

  记者在某第三方投诉平台检索发现，像王

女士这样被赚钱课程诱骗扫码的老年人不在

少数，有人被忽悠购买了很多高阶、进阶课程，

花费1万多元，却并未实现对方宣称的打造个

人IP、赚钱变现等效果。

  有投诉者介绍，扫码入群后，其被群主忽

悠购买了一套视频剪辑课程，对方承诺没有任

何隐性消费、可以随时退款，可课程开始不到

一周，其被要求额外支付400多元购买AI软件，

不买就不能继续后面的课程学习。

加大违法打击力度

提升判断防范能力

  “这是当前数字化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个

值得重视的数字鸿沟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许光建说，部分老年人对数字社会的发展还不

适应，对网络消费领域的实际情况不是很熟

悉，看到扫二维码有利可图，就容易沉迷，最后

成为不法分子的坑骗对象。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旭亮认为，一

些老年人生活比较节俭，爱贪图便宜，加上风

险防范意识较弱且具有从众心理，给了不法分

子可乘之机。常见的扫码骗局类型多样，有网

络谣言、虚假广告、网络诈骗、低俗色情等。一

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信息闭塞、认知较弱等

特点，诈骗手段花样百出，很多老年人直至遭

受重大实际损失才发现上当受骗。

  有业内人士介绍，“地推”引流目前正成为

一些不法分子坑骗老年人的主要渠道，常见形式

有三种：在街边以“扫码送礼”的形式吸引老年

人，只要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就能得到一个小

礼品，实则是为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以店铺新开

业为由，用红包做诱饵，甚至主动帮忙操作手机，

其目的是利用群众手机号注册社交账号或发送

涉诈短信；伪造代理公文，称为群众开通电子政

务服务，但实际上是为诈骗活动提供帮助。

  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周旭亮建议，建立健全老年人权益保护机

构，设置专门的法律援助中心，畅通维权渠道

等。家人要多与老人沟通交流，分享信息社会

的各种经验，提升老人的判断能力。

  “从社会防范角度，除了公安部门日常展开

的专项打击行动外，还要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

安装防骗软件及时拦截可疑来电，过滤垃圾短信

息。同时普及网络基础知识，提升老年人对新技

术的适应水平，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周旭亮说。

  许光建提出，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网络诈骗行

为和违法人员的打击处罚力度。消费者协会和城

乡社区基层组织要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活动，为老

年人答疑解惑，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当老年人已经陷入扫码骗局时，他们又该

如何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周旭亮的建议是，要及时与家人沟通，切

不可出于羞愧错过维权最佳时机；要固定好证

据，比如聊天页面、广告界面、支付凭证截图保

存；要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

供线索，寻求帮助，必要时可通过诉讼渠道维权。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褚泽言 沈鹏飞

　　10平方米的区域可以用来做什么？装两排休息座椅？

还是停车场两个紧紧相连的车位？10平方米也是《江苏省

公共场所母乳哺育设施建设指南》(以下简称《建设指

南》)规定的公共场所每万平方米母婴室的标准设置面

积，可以为一个焦急需要哺乳的母亲解燃眉之急的地方。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宝妈们希望

公共场所能够提供一个可供母婴使用的独立空间。近日，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依托公益诉讼职能完善

母婴设施建设，依法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为母婴群体提供

安心、舒适的育婴环境。

宝妈哺乳无处可去

　　“孩子本身就发烧不适，又有哺乳需求，虽然还没到

说话的年纪，但当时一定非常难受，因为找不到母婴室，

我迫不得已，只能抱着孩子在医院的卫生间里哺乳。”

2024年年初，一位年轻的妈妈来到云龙区检察院12309检

察服务大厅，称其在带着婴儿前往医院就诊期间，孩子因

哺乳需求哭闹不止，但医院未设有专门的哺乳室，最终她

只能无奈地挤在狭窄的卫生间里为孩子哺乳。

　　接到线索后，该院迅速成立调查小组，对主城区5家

大型医院、医疗服务机构等公共服务场所进行实地摸排，

并向市民群众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00余份，了解母婴设施

建设、使用、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检察官经调查发现，辖区内部分场所并未按照《建设

指南》有关规定设置母婴室；部分场所虽设有专用母婴

室，但存在设施配备不足、管理维护缺失、指引标识不清

等多种问题，不能充分满足哺乳期母亲及婴幼儿的实际

需求。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公共场所未设置母婴室或母婴

室设施配备不完善是当前宝妈们反映较为强烈的热点问

题，宝妈们纷纷表示希望检察机关推动行政机关依法整

改，提升母婴设施环境建设，切实保障哺乳期妇女合法

权益。

　　“2023年1月1日修订施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授

权检察机关开展妇女权益保障领域公益诉讼，我们可以

是哺乳期妈妈的‘守护人’，推动母婴室建设是情怀所指，

更是职责所在。”云龙区检察院代检察长王林说。

专项行动开展整改

　　今年4月，一场有关“督促规范公共场所母婴室建设”

的公开听证会在云龙区检察院召开，区妇联、卫健、医院

等7家相关部门单位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听证员、群

众代表、专家学者等11人受邀参会。

　　会上，针对母婴室设置的科学合理性、位置、面积以及配备的必要设施等问题展开

讨论，检察官就案件事实、监督依据、整改措施等方面与参会人员进行交流，与会单位就

共同推进母婴设施标准化建设、提升母婴设施服务水平达成一致意见。

　　随即，该院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建议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推

动母婴室建设，加强日常管理和维护，为母婴群体提供安心、舒适的育婴环境。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卫健部门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推进母婴室建设专项行

动”，组织全域医疗服务机构开展母婴设施整改提升工作，要求相关单位结合实际情

况，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强化整改措施，履行整改责任，迅速完成母婴

设施标准化建设并完善日常管理工作。

　　“新生儿免疫力较低，不仅会产生突发性健康问题，并且伴有随时哺乳需求的情

况，医院和医疗机构完善母婴室设施，体现的不仅是对妇女、儿童的尊重和关爱，也是

提升公共服务人性化水平的表现。”专项行动过程中，检察官全程参与医疗机构整改

提升工作，亲眼见证母婴设施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8月，该院组织代表委员、群众代表、“益心为公”志愿者开展母婴设施整改情况

“回头看”活动，逐个走访前期存在问题的相关单位。

司法守护特殊群体

　　如今，徐州市各家医院和医疗机构都在前厅、楼道及走廊等显著位置设置“母婴

哺乳室”“母爱小屋”等指示性标志，母婴室内均设有安心舒适、私密性强的哺乳隔间

和安全卫生的婴幼儿护理台，温奶器、微波炉、饮水机、口罩、一次性婴儿垫等设备一

应俱全。截至目前，全市大型医院、医疗服务机构均已按标准规范建设母婴室，整改完

成率达100%。

　　不仅如此，云龙区检察院在“回头看”实地走访环节结束后，立即组织行政主管部

门和医疗服务机构开展座谈会，共同梳理母婴室管理难点堵点问题，制定出台《建立

健全长效运行维护管理机制》，以点带面全方位推动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加强母婴室

日常管理和监管维护，实现公益诉讼办案效果有效延伸。

　　妇女群体权益保护只是云龙区检察院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的一个生动缩影。

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以来，云龙区检察院始终坚持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聚焦特殊群体保护，出台了一大批为民办实事举措和创

新机制。

　　该院联合区法院、区司法局、区人社局等8部门制定妇女群体支持起诉协作配合

工作机制，开启守护妇女合法权益新篇章；协助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开展“三级综合医

院无障碍信息交流监督”专项行动，推动医疗机构为聋哑人群提供手语服务，助力保

障残疾人群体合法权益；联合区法院、区司法局、区人社局等4部门成立民事支持起诉

工作室，维护劳动人事关系和谐稳定……

　　“从妇女群体到残疾人群体、特殊群体保护，我们以个案办理为契机，加强与相关

职能部门的沟通联络，建立信息共享等机制，共同维护每一名社会群众的权益保护，

让检察公益诉讼和协同治理的成果更广泛惠及特定群体。”该院副检察长李春丽表

示，下一步，该院将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关涉人心向背的小案，持续做实人民群众

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

以检察“力度”提升民生“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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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扫一扫领礼物”，父亲就走不动道了
记者调查老年人扫码被骗现象

依法破解老年人网络沉迷


